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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吴慧珺 高亢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
会数据显示，7月份、8月份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
售销量均超过燃油车。

在汽车市场产销普遍承压背景下，新能源
汽车渗透率一路走高，产业发展呈现哪些新趋
势？在此间举行的 2024世界制造业大会上，记
者走访业内人士，寻找答案。

趋势一：
产品迭代提速 用户体验“上新”

鹰眼大灯、夸张的尾翼配合流线型车身，一
款比亚迪的电动超跑正在展台上摇摆“蹦迪”。

“牛！”参观展会的合肥市民田蕾瞪大眼睛
竖起大拇指感叹道，“我第一次看到车四只轮胎
不动，车身竟然能如此上下左右摇摆。”

在 2024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多款新能源智
能网联汽车亮相，让参展观众沉浸式体验前沿

“黑科技”。
这边的车“蹦迪”欢，那边的车写文忙。

“写一篇关于开学第一课的发言稿”，一辆
搭载了讯飞星火大模型的奇瑞星途星纪元ES，
接收到参展观众的指令后，瞬间开始在大屏幕
上逐句呈现。

文心一言、讯飞星火、通义千问等AI大模型
纷纷“上车”，电动化加速，智能化进阶，新能源
汽车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合持续深化。

新能源汽车产品迭代提速。展馆中，蔚来
新品牌乐道带来其首款家用车型乐道L60，吸引

了不少参展观众驻足。蔚来汽车董事长李斌介
绍，9月 19日刚刚发布的乐道 L60，距蔚来上一
款新产品发布还不到5个月。

极氪7X、阿维塔07、智界R7……今年以来，
不同车企纷纷推出新款车型，引发市场关注。
业内人士介绍，目前零跑、极氪、比亚迪等车企
已将产品迭代速度缩短至半年左右。

产品迭代快，源于新技术不断突破。走在
2万平方米的展区，新能源汽车相关新技术令
人目不暇接：全固态电池研发实现新突破，充
电实现“液冷超级快充”，线控底盘成高阶智驾
标配……

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说，新能源汽车供
给端的持续“上新”，丰富了产品体系，提升了行
业整体品质，更多的消费选择激发了需求端消
费活力，进一步拓展了市场空间。

中汽协数据显示，截至 6月底，中国新能源
汽车累计产销量已突破3000万辆大关。今年前
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700.8万辆
和703.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9%和30.9%。

趋势二：
重视研发投入 筑牢竞争优势

行业“上新”快，源于车企舍得为创新“买单”。
多家车企近期已陆续公布 2024年上半年

财报。其中，比亚迪上半年营业收入超 3000亿
元，同比增长 15.76%，而研发支出同比增长
41.64%至 201.8亿元，远超同期的净利润 136.3
亿元。

据比亚迪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比亚

迪累计研发投入已达近1500亿元，建立了11个
技术研究院，拥有超10万名研发人员……

上半年研发投入超出净利润的远不止比亚
迪一家。上汽集团研发投入达 89.6亿元，净利
润为66.3亿元；吉利汽车研发投入达45.5亿元，
净利润为 33.7亿元；长安、东风、广汽的研发投
入均高于净利润……

车企相继加大创新投入的背后，既有企业
主动作为、抢占市场先机的前瞻性布局，也是企

业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充分竞争格局下，汽车市场进入淘汰

赛。”李斌说，持续的研发投入有助于车企建立
技术优势，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中汽协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锋说，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起步早，市场开放度高，
充分而激烈的市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新
能源车企不得不高度重视研发投入，持续加大
创新力度，“惟创新者能致远”。

趋势三：
打造产业集群 健全产业生态

“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超过燃油车，是汽
车行业绿色转型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汽车流通
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说。

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集群化发展趋势愈加鲜明。

安徽省将汽车产业确定为“首位产业”，构
建“合肥—芜湖”双核联动、其他各市多点支撑
的一体化发展格局；深圳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分布密集，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
不断“扩容”；重庆力争 2024年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产量突破 100万辆，计划到 2027年建成万
亿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未来 5到 10年是全球新能源智能网联汽
车格局形成的关键期，创新生态和应用生态是
重要引擎。”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张进华建
议，抢抓窗口期，完善法律法规标准，加快形成
规模化、商业化、常态化的应用生态系统，持续
巩固智能网联汽车领先优势。

人才是产业长远发展的根基。合肥工业大
学校长郑磊认为，应加快新能源汽车学科建设，
快速提升学科专业和产业人才需求匹配度；增
加学科的创新实践环节，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
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付炳锋表示，要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和全产
业链比较优势，着重加强创新政策供给，推动产
业链上下游协同联动，巩固提升全产业链竞争
力，在此基础上，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进一步促
进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

迭代快 重研发 集群化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趋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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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重庆造”阿维塔车型行驶在道路上。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新能源车产量缘何增长逾新能源车产量缘何增长逾11..55倍倍？？
———重庆力促汽车产业向—重庆力促汽车产业向““新新””向向““智智””观察观察

□ 新华社记者 黄兴 刘羽佳 赵佳乐

在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赛力斯汽车超级工
厂，3000余台机器人协同作业，一派科技感满满
的忙碌景象。工厂总经理曹楠说，工厂智能制
造水平居行业前列，自动化率达 50%以上，当前
正处于满产状态。在这里生产的问界M9，大定
已突破14万辆。

赛力斯红火的产销形势，折射出重庆汽车

产业蓬勃发展。重庆市经信委新近发布的数据
显示，1月至 8月，重庆汽车产量 154万辆，同比
增长 11%。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 52.5万辆，同
比增长 151.4%，增速高于全国 122.4个百分点，
预计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将突破100万辆。

“重庆造”新能源汽车，何以高歌猛进？记者
了解到，作为国内重要的汽车制造基地，重庆近年
来规划打造万亿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
群，政企协同发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不断

完善、产品品质及品牌持续提升、供应链体系趋
于稳固，汽车产业向“新”向“智”转型取得成效。

整车企业发挥着龙头牵引作用。迎着新能
源、智能化浪潮，长安汽车、赛力斯等整车企业
近年来持续加码技术研发，推出深蓝、阿维塔、
问界等中高端品牌，一批中高端新能源车型上
市热销。如长安汽车今年计划全力推出 8款全
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力争达成280万辆总体
销量目标。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
信息技术、先进制造等诸多新技术的交汇点,也
是当前高新技术的应用载体。行业风起云涌，
跨界协同是大势所趋。

引入华为等 ICT及互联网企业“强援”，重庆
力促整车龙头企业与其在技术、产品渠道等方
面开展全方位跨界协同，全面提升品牌价值。
如由长安汽车、华为、宁德时代共同打造的汽车
品牌阿维塔，集成了 3家企业在整车制造、软件
科技和电池领域的优势，旗下产品智能化水平
持续提升。

“对比往昔，重庆汽车产业已‘焕然一新’。”
重庆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重庆造”
新能源汽车在中高端市场的占有率更大，品牌
影响力更强，科技含量更高，产业生态更优。目
前，重庆整车主力产品普遍达到L2级以上级别
的辅助驾驶水平，一批车型具备L3级辅助驾驶
技术水平，整体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上半年，重
庆 20万元以上车型合计产量达 29.4万辆，同比
增长132.4%，占比较去年同期增加12.1%。

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离不开全链条协同发
力。近年来，重庆持续推进“链式招商”，功率芯
片、激光雷达等补短板项目落地，产业链条纵向
垂直整合、横向聚链成群。目前，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零部件所有3大系统、12大总成、56个部
件，重庆已实现全覆盖。

走进位于两江新区的未来（重庆）智能显示
技术有限公司车间，机械手臂井然有序传送着产
品……在这里，平均60秒就有3台智能抬头显示
器下线。该公司相关负责人霍全介绍说，近年
来，公司全面量产智能化汽车抬头显示总成及软
硬件产品，实现就近配套新能源汽车市场。作为
重庆汽车产业集聚地的两江新区，已汇聚智能
网联配套企业23家，涵盖车规级芯片、毫米波雷
达、车机系统等多个领域，核心零部件本地
配套能力显著提升。

锚定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趋
势，重庆还持续推进产业向

“智”而行，在自动驾驶试点
示范方面先行先试，抢滩发
展“新赛道”。永川区 50
余台商业运营自动驾驶
出租车在全城巡游“接
单”，自主将乘
客送达目的地；
重庆高新区智
能网联汽车示
范区内，自动驾
驶接驳线路有

序运行，“车路协同”默契配合……以应用场景
建设为牵引，近年来，重庆着力推动智能网联汽
车技术研发、测试示范及商业化进程。

向“新”向“智”，步履不停。作为首批智能
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之一，
重庆规划到 2026年打造覆盖道路里程超 5000
公里、人口超 1100万、支撑服务车辆数超
100万的“车路云一体化”标杆城市，
将进一步抢占行业发展先机，
助力打造万亿级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产
业集群。

赛力斯汽车超级工厂生产场景。（受访者供图）

超级电驱智能技术平台DE-i。（受访者供图）


